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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成果摘要]

  本文主要从中国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现状及未来趋势等方面入手，探讨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
问题。 

[成果全文]

  为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——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，我们有必
要从中国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现状和未来趋势人手，努力创造适宜的人口和资源环境。 
  一、中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
  20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达到更替水平。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分析，世界各地区从生育率
达到更替水平起，到静止人口的出现为止，大致要经历40—50年。按此推算，中国人口要还将经历30—
40年的增长期。 
  (一)中国人口数量现状及趋势的含义 
  1．从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口数认识中国人口数量 
  目前，国际上普遍认为“人口的环境容量”或称“环境的人口承载量”是指不破坏生态环境，保证
非再生资源能永续使用，也就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口数。中国的学者大多认为，中国经济可
持续发展的极限人口数为15～16亿。既使经过了几十年的人口控制，现阶段中国的人口总数已近13亿。
按现行的生育政策，在2l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数正在逼近(控制不好就会超过)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
口数。因此，为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尽量避免突破“极限人口数”16亿。 
  2．从适宜生存的自然空间认识中国人口数量 
  中国地理环境适宜生存的空间是狭小的。中国平原和丘陵的面积各占国土面积的12．O％和9．
9％，合计不到22％；其中丘陵中大部分是不适宜居住的。而盆地、山地和高原的比例各为19％、33％
和26％，合计达78％。中国盆地大部分在西北，大多是不适宜居住的，山地和高原地区不适宜居住的则
更多。这就是说，适宜居住的湿润、半湿润地区分别占32％和15％，合计为47％；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
则分别占31％和22％，合计为53％。近几十年来，迫于巨大的人口压力，中国有20％的人口居住在海拔
500米以上的生存条件较差的地区，其中的一半又居住在海拔1000米以上，而全世界平均只有10％的人
口居住在海拔400米以上的地方。①可见，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，已经使现阶段中国为数不少的人口得
不到良好的生存条件。 
  (二)中国人口的预测结果 
  如果对中国21世纪的人口发展做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测，我们会对中国未来人口状况有一个比较清醒
的认识。假定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减速递减，21世纪初期为1．8，并保持20年，然后逐渐回升，2030年以
后恢复到更替水平2．1，并一直保持这一水平。这是人口学家(原新，1999)对中国中位(指假定未来的
生育率高、中、低而言)人口预测的条件，按此方案预测，中国人口还将持续增长近50年，在2045年经
过零人口增长点，达到峰值人口15．34亿。这期间，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0．46％o。2045年之后人口开
始负增长，人口总量略有减少，但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人口压力。由于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，大约在2085
年前后，人口再次达到零增长，实现相对静止人口。然而，总人口规模依然保持在15亿以上。② 
  二、中国国土资源约束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
  我们知道，当今人类经济和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土地资源。不管人类进入21世纪还是22世纪，
土地仍然是人类生产和生存的源泉，土地是一切“财富之母”。对于一个国家(地区)来说，国土资源能
否可持续利用是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。 
  (一)中国国土资源概述 
  中国人均占有土地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／3。中国现有耕地130万平方公里(约合20亿亩)，人均
1．61亩，不到世界人均量的1／2。而耕地现阶段正以每年700万亩左右的速度递减。现在有的土地已有
1／3以上的土地荒漠化了，而且每年还以20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下去。③再加上人口的净增长，如



果不立即引起重视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，那么在21世纪中国无论土地还是耕地都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
的可持续发展。 
  (二)国土资源开发和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
  1．开发利用活动的空间布局与国土资源分布严重错位 
  由于国土资源，特别是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等流动性极差，故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是资源指向性
最明显的产业。中国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布局虽然充分考虑了资源的空间分布，但总体上来看，两者之
间仍存在着严重错位。根据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综合优势的评价，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居
全国前10位的，西部地区有7个。而从经济总量来看，GDP居全国前10位的，东部地区有7个。这种状况
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表现得更为明显。从45种主要矿产资源保有储量潜在价值在东、中、西三大地
带的分布为9．50％，39．65％和50．81％，西东不平衡差为81．2％。④ 
  2．区域产业结构未能充分体现出区域国土资源比较优势 
  根据有关计算，全国28个省市区40个工业行业的产值结构，同全国工业行业产值结构的平均相似系
数高达O．81(最高为1．0)。而反映区域结构特点的“专业化系数”在0．25以下的省市区就有21个，占
28个省区市的75％，其余7个省区市的“专业化系数”也只在O．30左右。④这种由于逆向分工的存在而
导致的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，是一种低层次上的结构趋同，它背离了地区分工规律和发挥优势的原
则，其后果是既浪费了宝贵的建设资金，又丧失了获取区际分工效益、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的机会。 
  三、中国矿产资源约束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
  (一)矿产资源总量丰富、品种齐全、人均占有量少 
 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矿产资源总量丰富、矿种比较齐全的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。到1996年底，全国
全部矿产A+B+c级保有储量潜在总值为31．06万亿元，A+B+c+D级保有储量潜在总值为92．13万亿元，人
均保有储量潜在总值占有量7．6l万元，每平方公里保有储量潜在总值占有量991．32万元。⑤中国已探
明的矿产资源总量较大。约占世界的12％，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，居世界第3位。但是人均占有量不
足，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％，排在世界第53位。 
  (二)支柱性矿产资源贫矿和难选矿多 
  中国稀土矿、钨矿、锡矿等13种矿产，不仅已探明储量可观，人均占有量居世界前列，而且资源质
量高，开发利用条件好，在国际市场具有明显的优势和较强的竞争力。但是，中国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
用量大的支柱．性重要矿产如铁、锰、铝、铜、铅、锌、硫、磷等矿产，或贫矿多，或难选矿多，从而
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其开发利用。例如，中国铁矿石平均品位为33．5％，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％以
上。铜矿品位Cu>l％的储量只占总量的35％左右，平均品位仅为0．87％，远低于智利、赞比亚等世界
主要产铜国的铜矿品位。⑥ 
  (三)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匹配 
  中国矿产资源总体分布广泛，全国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均拥有不同类型、不同规模的矿产。但由
于地质成矿条件不同，导致矿产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。如74％的煤炭保有储量集中于晋、陕、内蒙
和新疆；而经济较发达，用煤量大的东南部地区则较紧缺，形成了“北煤南调、西煤东运”的局面。中
国磷矿中70％的保有储量集中于云、黔、川和鄂西，南磷必须北调。中国铁矿主要集中于辽、冀、晋和
川，其开发利用同样受交通运输等外部条件的制约。 
  四、对策与建议 
  (一)实行低生育率政策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 
  无论从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极限人口数、适宜生存的自然空间哪个方面看，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都
太多了。既使按照中国能够达到的最严格的低生育政策(总和生育率2l世纪初期为1．8，2030年～2100
年为2．1)控制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发展，人口峰值也将达到15．34亿。如果在2l世纪的计划生育工作稍
微放松，即总和生育率21世纪初期为2．1，2030—2100年为2．3，总人口将在 2050年达到16．72亿，
2100年达到19．67亿。这就是说，在整个21世纪中国别无选择地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低生育率政策，
以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。 
  (二)开展土地整理，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
  所谓土地整理是在一定区域内，按照土地利用规划或城市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，采取行政、经
济、法律和工程技术手段，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调整改造、综合整治，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，改善
生产、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过程。 
  根据调查，中国开展土地整理增加耕地的潜力很大。中国现有耕地中有相当部分地块零碎且不规
整，田坎和沟渠、坑塘、田间道路面积过大。根据有关调查，中国田坎面积达1．87亿亩、沟渠O．73亿
亩、田间道路约l亿亩，分别超过集约化水平中等国家1倍、1．5倍、2倍以上。 
  据此推算仅通过农地整理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50％的集约化水平，可增加优质高产的耕地面积l亿
多亩。若再加上对各类零星闲散地、农村居民点、乡镇企业、砖瓦窑用地进行土地整理，还可增加几千
万亩的耕地。 
  (三)提高矿产资源保证程度与可持续利用 
  1．建立中国矿产资源储备制度 
 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，中国对矿产资源需求激增，石油、铜、富铁、钾盐等短缺矿产将长期依
赖进口。但是进口矿产品有很大的不稳定性，一旦发生进口供应危机，将会引发经济不稳定，并使国家
安全受到威胁。因此，国家应及早建立矿产资源储备制度。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经验，优先建立符合中国
国情的石油储备制度。在建立储备制度的同时，对稀缺的战略性资源，建议国家采取防护性开发政策，
以保障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。 
  2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，吸引外资，加快中国矿业发展 
  经验证明，扩大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本国矿业现代化、集约化的有效途径。目前中国引进外
资开发矿产资源的投资环境较差，据1996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全球性矿产勘查与开采大会评估，中国矿
业投资环境被列为世界倒数第3位。因此，建议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，调整不利于利用外资的规定，尽
快拟订中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外商投资合作勘查开发矿产资源的政策法规；进一步放宽对外合作的
矿种；实行特别优惠政策，鼓励外商到边远地区投资开发中国急缺的矿产资源。 
  注释： 
  ①本文中所有中国数据是指中国大陆(不包括港、澳、台)的数据。 
  ②李新玉：《我国国土资源区域开发利用现状及对策》，《地域研究与开发》2000年第3期。 
  ③原新：《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》，《西北人口》1999年第4期。 
  ④邹玉川：《开展土地整理，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》，《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材
料》2000年第3期。 
  ⑤文世登：《中国矿产资源特点与前景》，《中国矿业》1996年第5期。 



  ⑥何贤杰：《矿产资源与可持续发展》，全国暨地方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工作座谈会报告，
2000年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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